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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五卷，總第五十七期，20 0 2No． 3， 8 1 5－ 8 2 5

當代社會的中國女性

歐安娜
＊

一、緒言

傳統 社 會的 中 國女 性 ，地 位 卑微 。 女性 屬 陰， 代 表幽 暗 、黑 夜 、 隱

晦，象徵著冷色的月光。她們一生言行慎微，深居簡出，完全降伏於三從

四德的清規戒律之下。政治上男權至高；家庭中夫綱至上；宗教上上天主

宰。人世間所信奉的上天正是仿效凡塵政治社會結構塑造出的男性官僚形

象。當然，世上所供奉的神亦有女性的化身，例如媽祖、觀音就是很好的

例子。然而，在以男性為主導的人類世界中，她們的法力卻受到極大的囿

限和束縛。她們僅能以庇佑之心、慈悲為本去普度眾生。至於社稷、高官

厚祿、自身命運，則由其他神靈所掌管，諸如文曲星、福祿壽三星等。傳

統上，男性為了官運仕途往往需祈求於這些神靈。

讓女性接受教育，便意味著要讓她們積極接觸社會，因此慣常不會讓

女性受教 育。更 確切地 說，封建 社會的 女性只 能接受專 為她們 所著的 典

籍，以便讓她們在有限的生活空間中受到性情、藝術的陶冶。也有貴族女

性通曉音樂、書法及詩詞，但歸根結底，在男性的世界中女性僅僅是作為

一種附庸而已。她們可讀的書籍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尤其是儒家學說的

著作，如《孝經》或《禮記》，都是標榜以服從為美德來教導女性的。除

此之外，一系列的教條、女性的文集、婦女與菩薩的傳記等書籍，均是宣

揚良善、無我、慈悲等德行。這樣，除了這些典籍外，女性的讀物還有樹

立女性楷模的典範作品，例如：漢朝班昭撰寫的《女誡》及劉向撰寫的《列

女傳》；唐代撰寫的《女論語》以及明初出現的《內訓》。

＊葡萄牙教育部高等技術哲學系碩士，現為澳門理工學院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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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婦 女 的 封 建 思 想 統 治 持 續 至 十 九 世 紀 末 。 正 如 明 代 作 家 馮 夢 龍

（1 57 4－1 646）撮於著名的格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神話傳說中早已為女性塑造出十分鮮明的行為舉止的模式，婦女在社

會中的角色亦已經定型，而且早已出現在各種流行的神話中。

女性可以效法女媧造人傳說中作為母儀典範的女媧，亦即女羲。女媧

為造人之神，人面蛇身。有些傳說塑造她單獨出現在人間；另有說法是她

得到三 皇中 的伏羲 氏的 幫助。 伏羲 氏可能 是她 的丈夫 ，亦 可能是 她的 兄

長。女性唯一的選擇是作為家庭婦女。女性想成為以女媧為典範的家中主

母，就必須一如神話中所描述的“女媧煉石補天”一般，在家中為男人打

理好零亂 的家，方 能成事 。

傳說中塑造的另一個典型的母儀形象，就是夏帝禹的女人，即他的妻

子女嬌。禹帝獻身於社稷，為整家治國離家十三載；忠貞的妻子，全心全

意支持丈夫，並寫出了中國的第一首情詩：“妾盼之君兮，汝知否歲月堪

長 … … ”1 。

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神話故事就是“牛郎織女”，講的是一位為了愛

情不惜觸犯天條的女子，成為備受後人稱頌的女性典範。織女是天帝的女

兒，她長年為父王的朝臣織造雲錦。織女每日於玉帝家中編織雲錦，猶如

生活在監牢中。某日，織女下來凡間，邂逅牛郎並與之私奔，後來還生下

兩名子女，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但好景不常，她被父王召回天庭，遵從

父命，恪守著織女的職責，被迫與凡間的家庭分離。

還有一類為人們所接受的人物，就是常見的妾侍。通常這類人物都被

塑造成善良、美麗的形象，以妾侍的身份與諸神締結良緣，過著琴瑟和諧

的生活。這就是商朝的姬人湘竹二妃。傳說她們是美麗脫俗的水中仙子，

被許配予舜帝，共侍一夫，至死不渝。舜帝最後禪讓王位。

下面所闡述的是要讓女性引以為戒的各類型人物：

叛逆 的女 人 。《 嫦 娥奔 月 》神 話 中所 塑造 的 代表 中 國月 神 的女 性 形

象，其本質是帶有反叛性的，由於其越軌的行為而受到懲罰。

1 ．作者Charle s Meye r ：中國女性。四千年之力量，L at t es 出版，1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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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水紅顏，一般指的是傳說中帝王的愛妃。由於妃嬪的絕代美色，加

上其任性妄為，往往造成社會秩序大亂，甚至國破家亡。貪戀於這些禍水

女人美色的古代人物事例計有：商朝第三十代帝王帝辛，為著要滿足美艷

的妃子妲己，用極殘暴的手段折磨不幸之臣；周幽王為博寵妃褒姒一笑，

甚至連 江山都 放棄了 。

怪誕。怪誕神話中的神和人。這些人物容貌各異，通常都是怪譎的，

有的行 為詭秘 ，甚至 荒誕 離奇。 如天命 注定的 或具 反叛性 格的女 人， 這

類人物 往往 是令人 避之 則吉的 。著 名的西 王母 娘娘便 具雙 重面貌 ，且 是

雌雄同 體， 只要病 人見 到她， 便會 不藥而 癒。 她將長 生不 老的仙 丹贈 予

他人， 例如送 給了箭 神后 羿。但 若人們 心存惡 念， 則必遭 懲罰， 她可 以

遍施咒法於各地。另一個怪誕的神話就是《女兒國》。這個民族並非是中

國 人 ， 她 們 的 特 徵 是 身 材 高 大 ， 皮 膚 白 晢 ， 滿 身 毛 髮 ， 甚 懼 龍 的 傳 人

（中國人）。另外，她們整族都是女人，個個驍勇善戰，但所生的男孩不

到 三 歲 便 會 死 去 。

另外有一類人物，就是巾幗不讓鬚眉、馳騁沙場的女性。她們為便於

加入男 性的 群體中 ，往 往女扮 男裝 。例如 代父 從軍的 花木 蘭、近 代的 秋

瑾，膾炙人口的愛情小說《梁祝恨史》的主人公；易服護家財的女商賈等。

列舉了上述例子，便可著手分析神話故事中所塑造的各類女性。本人

相信，由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甚至將繼續活躍於中國、澳門、甚至遠至葡

國的當代文學作品中的主角，中國女性仍為首選。在第二部分中，當代文

學作品 為我 提供了 一個 了解現 代中 國女性 地位 的探索 園地 。我以 各地 作

家，特別是中、澳、葡三地女作家為核心，闡述我對當代女性主流行為的

見解。談及當代女性，當然不得忽略她們背後的女性的歷史。因此，我要

先介紹當代文學的歷史，以便後面專注於現代文學的分析。總而言之，我

所憧憬的將來，是充滿著美好的幻想和無限的希望。

二 、往昔的形象

產生於中國及澳門的中、澳、葡作家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女作家江道

蓮、Mar ia Pacheco Borg es 及Ondina Braga，男作家飛歷奇等創作的作品，

都集中描寫了往昔女性的形象，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她們不僅擺脫不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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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神話塑造出的形象，如今更以女性獨特的生存方式將其重新定位。過往

的女性三步不出閨門，但亦有人能走出深閨高閣，甚至邁向世界。

家庭婦女

舊時代的女性以家庭為中心。她們是妻子，是結髮妻子，是主婦，甚

至是具有權威的婆母、真正的大母，是養育家族子孫的強力支柱。但舊日

的女性有些是童養媳，自幼紮腳，像蓮花般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著貞潔，

有的新婚守寡甚至殉節。她們不屬美麗漂亮一類，只是屬於平庸一族。一

般來說，這類女性恪守著強烈的倫理道德觀念，常常以崇尚自我犧牲精神

的 形 象 出 現 。

作家Maria Pacheco Bo rges ，在她的《守寡新娘》中，描寫了女主角賽

氏因丈夫新婚即逝，被迫以名存實亡的媳婦身份留在婆家苦度餘生。

女人嫁入夫家後，長期順服於丈夫及婆母的權威之下。家婆常被描繪

成極之惡毒的婦人。但是，亦有受人稱讚的祖母，例如作家Ond i na Braga

在《死亡的女人》這個故事中所描寫的祖母，便是一個菩薩心腸的善良婦

女。故事說的是一個甚具獅威的女人驟然喪偶，但仍能撫養十個子女，十

個孫兒，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 。

舊時閨中女子自殺的情形最為典型。孝順、服從父母的溫順女兒，迫

於盲從父母，無權自己選擇配偶。中國的傳統婚姻並不是建基於愛情之上

的，而是基於家庭甚至社會的利益需求。很多年青女子為免負上忤逆的恥

辱罪名，最終走上殉情的不歸路。作家江道蓮的《亞蓮的復仇》和《情思

所繫》這兩篇小說，都是描寫這類故事的。

流離失所的婦女

在流離失所的婦女中，妾侍是其中的一類。她們通常是在有悖正室意

願的情 形下 被帶入 家門 的。妾 侍通 常是頗 有姿 色的， 有的 甚至是 紅顏 禍

水，至少迷戀她們的丈夫是這樣認為的。當時，自殺行為在即將被納為妾

侍的女子中並不鮮見。她們對美好將來的渴望，對戀人忠貞不渝的愛情，

令她們無法面對屈居於傳統上的次等地位。正如江道蓮在她的《翡翠戒指》

這篇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妾侍始終屬於守舊的中國女性世界，從該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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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小說《內心的衝突》中便可有所了解。現代，接受教育的女性日益

增多，逐漸地她們不能容忍丈夫的這種肆意的行為。很多小說都將妾侍描

寫成敗家的，甚至累及丈夫沒落潦倒。

流離失所的女子中，有些是因為被拋棄而流落街頭的。她們或遭丈夫

拋棄，或生逢不幸，甚至還拖兒帶女，無助地聽任命運擺佈，縱使她們已

習慣於貧窮。江道蓮的《淚與米》和《那個女人》等小說就是以這類悲慘

的遭遇為主題。當時之所以出現為數不少的單親家庭，歸根結底都是因為

貧窮。她們必須撫養兒女，但因沒有受過教育，簡單地說，她們根本沒有

在社 會立 足的 技能 。

在社會上工作的女性，無論有沒有丈夫，她們在一定程度上能接觸到

所處的社會階層。她們勞動、賣藝，甚至生活在外國人的社會裡，其中包

括被販賣的女性以及澳門人所稱的“妹仔”

雖然以前很少女性外出工作，但我們可以知道，無論農村或城市，低

下層社會中總有這樣的女性。自十九世紀起，隨著工業在中國的興起，就

開始有女工的出現。她們雖然經濟上能獨立，但仍堅守著一貫的傳統家庭

觀念。婚後，她們一心一意服侍丈夫，養育兒女；假若是堅持獨身的，便

要奉養 父母 。因此 ，經 濟獨立 這種 事情在 她們 身上永 遠不 會實現 。作 家

Maria Pacheco Borges 的《小婦人》這篇小說便是一個很好的寫照。故事的

主角美美是一個相貌娟好的女工，受到管工的追求。正當一切都顯示著前

面是通向幸福目標的坦途時，這段婚姻遭到未來婆母的反對，準新郎因此

而死，於是，遺下了孤苦伶丁的母親。此時，美美毅然承擔起寡婦新娘之

名，不但原諒了管工的母親，又將她接來與自己同住，服侍奉養。

藝妓，大部分感情豐富。她們並非出自富貴人家，而是因生活所迫淪

落為娼妓。飛歷奇對往昔澳門福隆新街的名歌妓有過細膩的描寫。

走上社會工作的女性，有一些與外國人通婚。然而這些女子往往都沒

有好的結局，尤其是貧窮的女子。在澳門，她們最終多被這些海外來客所

拋棄。她們不會餓死，因為她們始終是勞動者。這令我想起飛歷奇的小說

《蛋家妹亞珍》。亞珍戀上一個葡國水兵。但這名水兵在澳門服役期滿，必

須返回葡萄牙。亞珍為他生下了女兒，這個男人不想把女兒留給她的母親

而獨自回國，他怕女兒將來會受貧窮、捱飢餓甚至要過蛋家的生活。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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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諒 解了這 一切， 同意 他的決 定。從 此，亞 珍將 無限的 痛苦埋 藏在 心

底， 獨 自 生 活 。

最後，要講一下“妹仔”。這些農村的少女被父母賤價賣出當奴婢。當

她們被帶入富貴人家時，便負上了下人和妾侍的雙重身份。很多“妹仔”難

以忍受命中注定的不幸而過早地離開人世。江道蓮的《桂妹之夢》中就有這

樣的描述：生活在農村的雙親，非常貧困。一次遭遇水災，他們僅有的財

物都被冲走了。父母無奈，只好將桂妹賣予一名有錢的婦人做下人。桂妹

每天要去泉邊挑水、上山打柴、幹活。十四歲那年，她又被轉賣給另一婦

人，生 活更 苦。於 是， 她逃了 出來 。有一 個小 販看中 了她 ，將她 納為 妾

侍。但 她受 到其他 女人 的敵視 。在 她懷孕 期間 ，丈夫 去世 了，她 成了 寡

婦，之後生下一名遺腹女。她去工廠做工撫養女兒。女兒漸漸長大了，長

成了一名漂亮姑娘。可桂妹卻捱壞了身子，染上肺癆。最後在醫院裡，她

幻想著女兒的未來，面帶微笑離開了人世。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來

說，她們對生命特別無奈：她們苦命地掙扎，生命卻飽受摧殘。有的成為

被人玩弄的對象；有的無家可歸；有的無端遭人拋棄，最終孤獨地死去。

三、當代的女性形象

自十九世紀末，受很多基督教教會，尤其是基督教傳教士的影響，許

多中國 有識 之士開 始醒 悟到需 要重 新認識 女性 在中國 社會 的地位 。民 國

建立後 ，政 府負起 了婦 女解放 鬥爭 的責任 ，制 定法律 時明 顯關注 到婦 女

的婚姻 、財產 的分配 ，但 在很多 具體個 案中， 這些 只是形 同虛設 ，更 從

來沒有 落實 到農村 ，即 使在城 市， 也僅限 於受 西方影 響較 深的主 要城 市

才 能 實 行 。

婦女運動興起之初，正如我提過的，是深受西方的影響，這一點早已

體現於中國的特色之中。因此，婦女解放運動，一方面依照西方的模式發

展起來，婦女爭取提高的教育水平，獲得公民和經濟的權利；另一方面，

又形成了更多有志向的婦女衝破束縛，加入革命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行列

的原因。對於很多中國女性來說，無論是受各朝代的影響或是受外國的影

響，婦女解放事業必須結合更廣泛的國家解放運動才具有意義。最終，中

國共產黨統領了受婦女解放思潮影響的婦女革命事業。自一九四九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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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新中國的革命事業中佔了半數地位，這一現象應歸於新的意識形態

的建立，尤其是經濟開放，她們亦將會是紅色中國的一股模範的生產力。

在社會 工作的 中國女 性現 時佔有 相當的 比重， 尤其 是在城 市。她 們男 性

化，越來越堅強，由聽命於自然到對逆來順受、痛苦的過往的反思，以至

趨向獨立。但是在農村，由婦女擔負起家務及勞動的沉重擔子的這種狀況

卻得不到改善，婦女們繼續把自殺視為解脫痛苦折磨的最佳選擇。

在本節內，我主要通過分析澳門及中國內地的中國女性文學作品，來

研究生活於當代社會的中國女性的地位。由於往日的很多行為模式沿襲成

規，所以我仍按慣常的形式將舊日女性形象分類。據對比過往和現代女性

的形象所得，在分類上與前述的或從神話歸納出來的分類並末有明顯的差

異，反而是類別的排列次序有所倒置。即是說，時至今日，主要是走上社

會工作的女性佔首位，家庭婦女次之，最後，女性流離失所的情況會日漸

消 失 。

走上社會工作的女性。走上社會工作的女性繼續是職業女性、藝人，

總之是在外工作的日益增多。澳門的華人女作家沈尚青，在她的小說《他

們思考女性的甚麼》中，對女性的形象作了全面的剖析。這些女性在現時

的中國社會備受推崇和接受，這也是社會的趨勢。現代女性特徵的排列次

序是：聰明、有幽默感、獨立，因為現時的男性不喜歡多愁善感、妖艷或

不健康的女性，因此美麗的標準也要從健康方面重新釐定，而且自信也很

重要。在澳門這座城市，完全嗅不到農村的氣息。人人都希望女性能接受

教育、活潑、經濟獨立、健康、誠信，而人們所關心的以及可能引起矛盾

的就是女性應該具備所有時代的特徵。但是，不要忘記，正如該女作家在

《年齡的驚訝》一文中所說：“雨會繼續落在地上，女性會走進夫家，人亦

會變老，命運如此，奈何奈何。” 2

2．澳門的七顆星星。女性散文選集第69頁。

她在《給女兒的信》中對一位現代的模範母親說，給女孩子最大的財

富，莫過於讓她受教育，因為內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一名女藝人或任何

一位女性，若只顧追求美麗的容貌、窈窕的身材，必然注定失敗，這是舊

時代的 思想。 美麗固 然令人 響往， 但也提 醒了中 國女性 要與妾 侍制度 抗

爭，這種制度是女性在社會上沒有經濟能力又懦於反抗家庭的那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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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她們只能屈服於她們厭惡的生活模式之下。時至今日，這類事例還

是很多。林中英批評藝人葉子媚憑著“大胸脯”進入電影界。但現今的女

性已摒棄了 這種念頭了 。

新中國婦女離婚的現象不斷出現。她們自願走入社會的工作階層，成

為專業 人士 ，在各 大公 共及私 人機 構中擔 當著 高職位 。她 們工作 十分 認

真、勤奮，但也由於她們恪守著規矩和規條，顯然缺乏靈活性而成為別人

的笑柄。她們是反抗舊制度的鬥士，具有雙重性格，穿起男裝，擔任著通

常由男人所擔當的職位。她們被描繪為單親家庭中嚴厲的家長，忽略了對

兒女的教育，最終兒女讀書不成。女作家張欣她的《並非巧合》的小說就

描寫 了這 樣的 情景 。

家庭婦女

當代 婦女 被 視為 獨 立的 職 業者 ， 尤其 對在 社 會工 作 層面 上 的形 象 而

言。婦女學會了控制情感意識，如丁露在她寫的小說《現今婦女》中描述

的那樣。女人不想生兒育女，想從傳統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因此，婦女日

益強調要投身於社會工作，要謀求個人利益。“現今女性的單身貴族（…）

有助減 低人 口的 膨脹 ”3 。但是，也有很多女性正設法在事業與家庭之間

尋求一種協調、平衡的關係。她們被傳統封建禮教所束縛，所以更加痛苦

不堪， 凡事 都以維 繫正 常家庭 為大 前提， 縱使 與丈夫 意見 衝突也 在所 不

惜。久而久之，她們在精神上飽受困擾，同樣累及她們周圍的人也受困。

女作家陸星兒在她的《同一屋簷下》4 中所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新時代的家庭婦女常常被生活中極大的危機感所籠罩，因無力與舊的

婚姻制 度抗 衡，往 住順 服於丈 夫所 施加的 種種 心理和 生理 壓力。 另一 方

面，她們難於適應生活的改變，難於抵受新社會對離婚的看法，最後，她

們選擇了獨身，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以往，若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工作，

總會冒 上自殺 的風險 。

3．Ob．C i t ．第162－163頁。

4．六位當代中國女作家。

今日，已婚婦女，縱使留守家中，處身於農村，也嚮往感受一點新時

代的文化氣息，渴望接受教育。因此她們放眼世界，了解世界新事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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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鐵凝的小說《孕婦與牛》中便可以找到這結論。主人公婚姻幸福，受

到丈夫家上上下下的親切對待，事事稱心如意。她還養了一頭母牛，視牠

為老朋友。不過，她有一個夢想，就是能夠讀書識字。

寡婦和寡婦新娘的自殺情況現在已日漸減少，因喪夫而自殺更不聞已

久。因為她們有能力獨立謀生。至於寡婦新娘，她也會有新的希望，因為

困於樊籬的守舊思想獲得了解放。正如江道蓮女士在她那篇小說《金妹的

新年》裡有過 這樣的描寫 。

流離失所的婦女

時至今日，無論在澳門還是在中國，婦女帶著孩子被遺棄而流落街頭

的情形已少見。貧窮和被遺棄似乎已轉移到老人身上，此事不足為奇。因

為現時的核心家庭漸多，尤其是在中國的大城市中。澳門街頭仍可見到甚

多的年邁乞丐。另一方面，由於被遺棄的婦女可以得政府的幫助，她們通

過工作而自我保障，更會力爭同工同酬。

妾侍

有能力的女性不再依靠有錢男人的“鐵飯碗”，簡單而說，她們有才

幹，不會再為“鐵飯碗”而壓抑自己的感情。江道蓮的《沈莉的受情》這

篇小說中便是描寫這樣的故事的。

在中日戰爭中沈莉父母雙亡，遺下了識不了幾個字的她活在世上。後

來，她結識了一名識文斷墨的男人。這個已有家室的男人迷戀上了沈莉，

但卻要她接受做他的地下情婦。沈莉拒絕了他。最後，作者安排了一個大

團圓的結局，沈莉與一名有錢商人結了婚，成為一個名正言順的妻子。抗

拒為妾的事例於中國當代文藝作品中層出不窮，但亦有例外。舊時未婚女

子自殺的情形，江道蓮在《翡翠戒指》中也有這類的描述。新時代的新思

想似乎更為新一代的女性所接受。有些女性選擇終身獨身，寄情於工作，

不但能維持生計，還獲得了精神上的支持。她們寧願獨立，在人前昂首挺

立，不願插足別人的生活，自己亦泰然自若。記得作家葉梅在《機智舞孃

的片段》中，講述主角玉蓮是出身於封建貴族階層，她戀上了一個漁民，

經歷了一連串悲喜波折，終於解放自己，全情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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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對未來的瞻念

我 曾 讀 過 一 篇 令 人 讚 嘆 的 小 說 ， 就 是 范 小 青 的 《 回 到 世 紀 前 的 生

活》。故事主人公慧文是一間庵堂的女住持，在新的政治階級鬥爭後，於

一九五○年被趕下台。後來，該庵堂經修繕後重開，她亦復職。不過，我

認為該故事中最令人關注的人物，是一名叫徐美芳的少女。她年輕時已在

社團中擔當重要的職位。她當上了街坊委員會的主任。正如作者向我們描

述的那 樣，她 被提升 為支 部書記 。因此 ，她掌 管著 街道居 民的經 濟、 行

政、人事、文化、教育、社會治安及家庭計劃等事務。很多人驚訝於這名

年輕的女性辦事能力平平，為何能取得這重要的職位。事實上，縱使人們

如何難明，或人們認為她處事呆板，但她仍執著地為這小社區工作著。當

要對別人予以嚴重批評時，她總是給犯錯者一次機會。因此，她雖年輕，

卻有一顆善良之心，且毫無顧忌地表露出來。她無需以官腔作掩飾，亦不

會嚴厲、強硬地像男人那樣依權仗勢，她僅僅是身居要職而已。我認為可

將她樹立為女性在社會上、事業上未來的楷模，無需掩飾她的直率及富感

情的本性。徐美芳一直未能找伴侶，即未有正式的男朋友，亦因此引來了

不少追求者。然而，她依然我行我素，甘於孤寂。我相信，當代中國女性

之所以有人選擇繼續獨身，是因為未能找到一個真正心儀的對象。

我深信有一日中國女性亦能暢抒己懷，傾吐情感，衣著隨意，脫去男

性化外服，無需為追求女人的自覺而付出高昂的代價。她們經過多個世紀

積澱出的奉獻及忘我的精神，為人類的繁衍作出新的貢獻。在必要時，與

所有世俗抗爭。若中國現時能鼓勵性地給予女性重要的職位，中國一定會

從中獲益。中國會因消除官僚化、社會上自發性的情感得到釋放而得益。

我們知道，中國社會充滿著仁愛、善良、寬容、慷慨以及文藝作品中所歌

頌的所有美德，正因如此，在龍的傳人的神話傳說以及文藝作品中，這些

往往假託女人公的角色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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